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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大科学中心出重大成果
一只占地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的超巨

型“鹦鹉螺”——上海光源线站工程，今年迎

来了对外开放的15岁生日，并于5月15日通

过国家验收。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台第三代同

步辐射光源，它犹如一台“超级显微镜”，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高品质同步辐射

光。国际首次实验发现外尔费米子等3种重

要新费米子、在全球率先解析新冠病毒三维

空间结构，并进一步解析关键药物靶点结构、

揭示纳米限域催化结构演变规律……借助上

海光源的“科技之光”，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

地的科学家打开了物质微观结构生成及演化

机制的新视界，截至目前共产出CNS顶级期

刊论文220余篇，其中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

上海开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十年间，

依偎在上海光源的身边，上海光源二期、超强

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蛋白质设

施（上海）、转化医学设施（上海）等一大批大

科学装置拔地而起，全球最先进的光子大科

学中心逐步成型。

大手笔造就的大科学中心，“井喷”出重

大科研成果。例如，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创造了10拍瓦的国际激光峰值功率纪录，自

主研制了超200毫米的钛宝石激光晶体；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是我国单体投资最

高、对标国际领先水平建设的大科学设施，在

国际合作、设备进口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完成

了电子枪、超导加速器等关键设备的研制；我

国科学家在全球首次提出了基于储存环全相

干原理的新一代光源方案，目前正加快推进

新一代光源预研装置建设……

基础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

海聚焦“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主线，强化

使命担当，服务国家战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除了大科学装

置、大科学中心，海底科学观测网、高效低碳

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

项目、深远海研究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先后启动。目前，上海已建、在建和规划

建设的设施共计20个（已建成11个、在建4

个、规划建设5个），总投资规模约350亿元，

设施数量、投资金额全国领先。

上海积极推进在沪全国（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组和新建。一批在沪国家实验室进入高

质量运行阶段的同时，新型研发机构围绕数理

化生等基础学科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

领域，加快发展。开展体系化布局。例如，浦

芯未来互联网技术研究院发布Web3.0分布

式操作系统架构，有力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

建设和航贸数字化；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

成立半年已吸引集聚包括菲尔兹奖获得者在

内的国际化科学家团队；上海科学智能研究

院围绕气象、生命、物质科学等领域，开发“伏

羲”“女娲”等大模型取得关键性突破……

有了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支撑，前沿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得以高瞻远

瞩，原始创新力持续攀升。记者从上海市科

委获悉，2023年，全市科学家在CNS三大国

际顶刊发表120篇论文，其中封面文章4篇

（全国9篇），占全国的26.2%。

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

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启动运行，“尚思学者”

系列计划实施。在这里，坚持以选题为基础

的选人机制，支持科学家潜心专注开展高风

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今年7月举行的中国

科技青年论坛上，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

院长、清华大学教授鲁白指出，中国现在正处

于一个新时代，需要贡献原始创新和基础研

究给全人类。

科技与产业正加速融合
随着物质、化学、生命、量子、海洋等领域

等前沿基础科学领域有了更多中国科学家身

影，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化工、新能

源、高端装备等国家重点产业战略需求领域，

则有了更多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井喷式发展。

上海市科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仅仅是

“借光”上海光源的持续领先，全球首套利用

“单原子”催化剂生产正丙醇的工业装置已在

宁波投产；X射线干涉光刻线站实现了极紫

外光刻胶曝光性能评价，为华为等国内领军

企业、张江实验室等重要科研机构提供定制

化科研服务；T1100级碳纤维技术获得突

破，2023年底实现量产，打破国际垄断，服务

比亚迪等行业领军企业开展真实环境下的整

包锂电池测试……

从基础研究“0”的突破到给足产业前沿

“1到100”的底气，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加速融合，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强化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上月底，上海诞生了首个成功出

海美国、欧洲、日本三大标杆市场的中国创新

药——呋喹替尼。“这证明了我们全球数据包

的实力以及这种新药为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

提供急需治疗选择的潜力。”和黄医药首席执

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博士说。

“中国原创新药‘出海’还在起步阶段，目

前已经有多个产品在国外获批上市。”面向未

来，苏慰国充满信心。创新药出海之路越走

越宽广，离不开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为有源头

活水来”。建设国际科创中心以来，上海实施

基因与细胞治疗、计算生物学等专项行动，推

进底层和关键技术攻关，组建合成生物学创

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新药原创能力保持

井喷之势。今年以来已实现5款1类创新药、

9个Ⅲ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捕捉新兴产业技术亮点
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人形机器人产业跑

出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业交叉的新赛

道。今年9月，上海傅利叶智能最新发布通

用型人形机器人Gr-2，“人形机器人作为未

来的智能终端，是新质生产力的最好代表之

一。”在傅利叶创始人顾捷看来，技术应用不

断取得突破的AI，相当于一个数字“灵魂”，

它需要一个“身体”来感知真实的物理世界。

目前，上海傅利叶正全力以赴打造AI具身载

体，让通用人形机器人成为在智能手机之后，

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未来AI终端平台，而它能

跑会跳，肯定比人更高、更快、更强。

“上海发展人形机器人有着强大的产业

基础，比如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制造业技术，是

上海产业的传统强项。同时，人形机器人中

40%到50%的供电系统和技术与新能源汽车

重合，30%到40%的制造技术来自3C消费产

品领域。”顾捷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上海在半

导体、新能源、电动车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才使得傅利叶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

领域突破加快，迭代加速。

从人形机器人到区块链，从低空飞行到

量子计算，从新能源到绿色燃料……为捕捉

更多新兴产业的技术爆发点，上海加快颠覆性

技术路线研究和寻优调优，建设未来产业先导

区。一批高质量孵化器加快布局建设，聚焦硬

科技，引进培养孵化服务领军人才，建设概念

验证中心、技术转化平台，提升专业服务能

级。截至目前，首批7家孵化器建设成效日益

凸显，打造科创“核爆点”驶入“超车道”。

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加快向“最前沿”挺进

大手笔频出 驱动科创加速跑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量子涨落是否是开启宇
宙起源的那把关键钥匙？宇
宙形成的起点，是如何开启从
能量到物质的转化？……如此

神秘而高深的科学之谜，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将来
得到揭示，而揭示之地或许就是近在眼前的张江
科学城——正在建设中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有望于    年首次出光，照亮全球科学家都
在执着追寻的宇宙诞生之初。

上周，我国单体投资最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再传好消
息：注入器的甚高频电子枪段研制成功，使我国成
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全面掌握常温射频连续波电
子枪技术的国家。而这只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成
就的一个缩影。秉持着走向全球科技前沿的执
着，瞄准未来科技引领的制高点，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科创中心的上海，正在向科学最深处、科技最
前沿、产业最核心处挺进！

今年，连续4篇论文

入选AI领域三大国际顶

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或

提名，论文主要作者均为

本科生、研究生；在2023

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

新大赛中，尚在读书的研

究生团队力压实力资金

均雄厚的业界精英团队，

勇夺第一……细看这些

顶尖科创型人才的履历，

上海科技大学（以下简称

“上科大”）是他们共有的

关键词。上海科技大学，

这所几乎与上海国际科创

中心建设同龄的年轻大

学，却培养出了一批批独

具科创气质的顶尖人才。

大二就能
加入科研团队
上海打造国际科创

中心以来，全球高层次科

技人才加快集聚，科技人

才自主培养力度持续加

大。创办于2013年的上

海科技大学，致力于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

国家化的研究型、创新型

大学，培养科学引领者、

技术发明者、科技企业创办者是上科大

人才培养目标。“学校依托大科学设施平

台，与重大科研项目相结合，面向国家关

键紧缺前沿领域培养拔尖创新科学家。

同时，在解决行业关键技术难题中，培养

面向国家战略产业及上海三大先导产业

的卓越工程师。”上海科技大学宣传部部

长高琳说。

在上科大，本科科研制度是科教融

合的一大特色。目前，有近八成的学生

本科期间就陆续进实验室参与科研，其

中约10%的学生在本科就读期间就取得

了科研成果。“我们科研团队一半是本科

生，从大二开始，学生就能加入教授的科

研团队。”在信息学院的MARS展厅里，

上科大教授许岚说起学生的科学论文密

集“登顶”，颇为兴奋，又觉在情理之中。

专利许可合同额居前茅
为了让转化之路走得既快又稳，上

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

室，构建专利运营和科技成果转化早期

融资的“双平台”。“我们鼓励师生创业，

鼓励职业经理人运营公司，毕业生进入

公司持续研发，教授还是将重点放在学

校实验室里，做基础科研，出成果。”上科

大技术转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采用专利许

可模式，降低科技成果转化门槛。学校

学院团队三方1:1:1的转化收益分配，无

论是本院还是院外的教授，都可以横向

合作，也可以跨院招收本科生或研究生

到自己的项目组来做课题。

截至2024年9月，上科大在《科学》

《自然》《细胞》以及领域顶级期刊发表第

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论文1600余篇。

更为突出的是，论文科研成果转化显著，

近年来专利许可占比达25%，2018年至

2023年专利许可合同总额超过70亿元，

上科大专利许可合同额连续5年位居全

国高校前列。而且，上海科技大学着眼

全球化专利布局，欧美日专利累计加总

比达11.5%，位居百强高等院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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